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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眼科临床护理中的需求调查

张海容，方晓敏，张宇，王盈欢，肖惠明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眼科视觉科学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060)

[摘　要]	 目的：分析眼科护理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内在需求，为眼科医院临床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及应

用提供导向与依据。方法：采用整群抽样和单纯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于2019年7月至2019年

8月，对抽取的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珠海市人民医院、无锡人民医

院、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等目标医院其中的眼科护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

资料及人工智能需求等。结果：调查对象绝大部分来自三级甲等医院(89.2%)，以华南地区为主

(87.2%)，人工智能在眼科临床护理应用的需求多种多样，其中以健康教育、接诊与分诊、患者回

访领域需求最强烈，分别占比95.7%、93.5%、93.2%。结论：人工智能在眼科临床护理应用有较强

及多样化的需求，应结合实际需求为导向，重点推进人工智能在眼科患者健康教育等相关应用的

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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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nursing of ophthal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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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demands of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ophthalmic 

care, and provide guidance and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ophthalmic hospitals. Methods: Using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cluster sampling with simple random sampl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 ophthalmic nursing staff in the selected target hospitals from 

July to August 2019, which included general inform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eds. Results: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came from the third-class hospitals (89.2%), and hospitals in South China account for 87.2% of them. 

There are diverse deman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ophthalmology clinical nursing applications, including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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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rtif icial intel ligence，AI)是计算机

科学的一大分支，是在结合控制论、信息论、神

经心理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交叉学科 [ 1 ]。A I的飞速

发展，为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A I技术的广泛

使用，带来了极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特别

是A I应用在医学护理领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人手相对短缺、设施短缺的难题。在社会经济迅

速发展及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当下，社会对医疗护

理的需求日益增加。目前全球面临护理人力资源

长期不足的严峻形势，护理工作量迅速增大，难

以满足社会医疗需求 [ 2 ]。由于工作强度大、环境

复杂等多种因素，护理人员在工作中，不仅需要

面临职业暴露的危险，还要时刻警惕患者病情是

否变化并妥善处理，这对护理工作提出了巨大挑

战。在眼科医院大量日间手术的模式下，眼科手

术“短、频、快”的特点，对护理服务质量及疾

病的延续性护理提出了更迫切的需求。当下科技

发展推动医疗水平，人工智能相关护理技术可一

定程度满足社会对医疗护理服务的需求，减轻护

理人员劳动强度，提升护理质量。已有研究团队[3]

利用AI技术的“互联网+”信息平台在眼科日间手

术院前、院中、院后的应用，并取得较好效果。

因此，本文旨在分析眼科临床护理对人工智能技

术应用的内在需求，为眼科医院临床的人工智能

技术开发及应用提供导向与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 0 1 9 年 7 月 至 2 0 1 9 年 8 月 ， 采 用 整 群 抽 样

和单纯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以自愿参与为原

则 ， 调 查 我 国 从 事 眼 科 护 理 相 关 工 作 的 护 理 人

员 。 纳 入 标 准 ： 工 作 年 限 ≥ 1 年 ； 正 式 或 合 同 编

制的注册护士；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本研究。共

510名眼科护理人员参与调查，主要来自三级综合

医院及专科医院，所在区域主要覆盖中国华南、

华东、华中、西南等地理大区。岗位类别覆盖了

管理、临床、研究、教学等医院主要护理工作岗

位，对于全面了解A I在眼科护理需求具有较好的

代表性。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采用通过文自行设计的问卷，内容包括：调

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工作年限、职称、职务、

部门、医院级别及眼科护理人力配备等情况；通

过阅读国内外文献，自行编制AI在眼科护理应用需

求调查问卷，通过咨询眼科护理专家和问卷法，

以及预实验对调查问卷进行信效度评价。该问卷

共包含4个维度及1个开放性条目，共21个条目。

其中：1)院前门诊护理工作2个条目；2)院中/后护

患沟通交流应用6个条目，包括护理评估、健康教

育、患者随访等；3)护理日常机械协助工作9个条

目，主要为手术室及消毒供应中心的护理工作；

4)护理操作应用3个条目，包括静脉药物配制及眼

科护理操作技术等。该量表总问卷Cronbach’s α系

数0.933，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09、

0.817、0.934、0.843，总量表及维度Cronbach’s α

系数均>0.7，提示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信度[4]。量

表的内容效度指数(content validity index，CVI)为

0 . 8 0 9。各条目均采用5级选项，分别为“非常需

要”“需要”“可要可不要”“不需要”“非常

不需要”。

1.2.2  调查方法

调查方式线上调查和现场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education, clinical reception and triage, patients return visits, which have the strongest demand for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counting for 95.7%, 93.5%, and 93.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ophthalmic clinical nursing has strong and diversified demands, an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of ophthalmic patients and other related applications should be 

promot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emand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ye care, needs,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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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共发放问卷531份，收回有效问卷510份，

有效回收率为96.23%。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Epdata 3.1对资料进行双人双录入；采用

SPSS 22.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过分析。采用例

(%)等统计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5 1 0 名 调 查 对 象 绝 大 部 分 来 自 三 级 甲 等 医 院

( 8 9 . 2 % )，以华南地区为主( 8 7 . 2 % )，西南地区占

3.9%，西北地区占3.7%，华中地区占2.8%，华东

地区占2.6%，华北地区占1.0%。调查对象年龄以

21~30岁和31~40岁年龄段为主，占比分别为44.3%

和41.0%，大部分工作6~10年(28.8%)，以护师群体

(44.1%)为主。调查群体为80~90后为主，不仅对AI

新技术具有较好的认知，同时具有一定的临床经

验，对本课题的调查目的及内容具有较好的理解

与认识。另外，研究对象来自临床的各个科室，

包括门急诊、麻醉科、供应室及病房等，护长及

护理部主任等管理层占12.4%，使得研究对象具有

较好的代表性。其他基本资料详见表1。

2.2  人工智能在眼科临床护理的推行情况及障碍

调查对象对A I在眼科临床护理的应用上持看

好态度，大多数(89.2%)对认为可以代替部分临床

护理工作，并且有17.3%表示已在临床护理工作中

应AI技术，一半以上(64.5%)所在工作单位已在开

发或正准备开发A I技术帮助临床护理开展。但在

眼科护士的人力配备上，19%表示眼科护士人力存

在不足情况，在推动A I的同时应考虑及解决人力

资源问题。

2.3  人工智能在眼科临床护理的需求及期望

AI在问卷中调查涉及的领域需求均是“需要”

占比较大，其中患者的健康教育(95.7%)、接诊护

理评估( 9 3 . 5 % )、患者回访( 9 3 . 2 % )等需求最强烈 

(表2)。在最后一题开放性条目“您认为临床需求

中还可以增加哪些方面的内容？”中，共回收294

条有效反馈，总结为以下几大方面，详见表3。

表1 研究对象基本资料及对AI在眼科临床护理需求情况

(n=510)
Table 1 Basic data of subjects and their demands for AI 
clinical care in ophthalmology (n=510)
项目 例数 占比/%
性别

男 10 2.0
女 500 98.0

年龄/岁

21~30 225 44.3
31~40 209 41.0
41~50 63 12.4
≥51 12 2.4

医院所属级别

三级 455 89.2
二级 37 7.3
一级 18 3.5

医院所属等级

甲等 459 90.0
乙等 43 8.4
丙等 8 1.6

医院所属性质

专科医院 319 62.5
综合医院 191 37.5

工作年限/年

<1 27 5.3
1~5 101 19.8
6~10 147 28.8
11~15 91 17.8
16~20 65 12.7
≥21 79 15.5

职称

护士 98 19.2
护师 225 44.1
主管护师 148 29.0
副主任护师 36 7.1
主任护师 3 0.6

职务

无 447 87.6
护士长 59 11.6
护理部主任 4 0.8

工作部门

门诊 74 14.5
急诊 8 1.6
手术室 74 14.5
供应室 16 3.1
麻醉科 4 0.8
病房 307 60.2
其他 27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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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随 着 生 物 科 技 的 不 断 发 展 ， 传 统 医 学 模

式 正 快 速 向 5 P 医 学 模 式 转 变 ， 呈 现 出 预 防

性 ( p r e v e n t i v e ) 、 预 测 性 ( p r e d i c t i v e ) 、 个 体 化

( p e r s o n a l i z e d)、参与性( pa r t i c i pato r y)和精准性

(precision)的特性 [5]。这种模式转变以实现个体化

精准处置为目标，无疑对医护诊疗及护理服务质

量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使得人工智能在协助医疗

护理服务等的需求不断增加。本研究调查显示：

眼 科 临 床 护 理 对 人 工 智 能 在 临 床 的 应 用 需 求 强

烈，89.2%的研究对象表示AI可以代替临床中的部

分工作，帮助提高工作效率及服务质量。已有研

究 [ 6 ]报道A I机器人协助护士在临床护理工作中获

取用品及资料，提高临床工作效率；A I机器人能

用更安全的方式完成患者的搬运，从而减少临床

护理工作的风险 [ 7 ]。这说明当前医院开展A I 技术

研究与应用既是现代医学发展变革的必然要求，

也是提升医院诊疗护理质量和管理效率的内在需

要。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研究对象对A I的需

求呈现多样化，主要包括对患者院前、院中、院

外的管理，具体体现在对门诊患者的护理评估、

患者在院的健康教育及出院后的回访、院内运输

配送、教学培训等各方面。这也提示在眼科医院

大批量日间手术运营模式下，如何应紧跟时代发

展步伐，更好应用A I技术解决医护工作量大，患

表2 AI在眼科临床护理各个领域需求情况(n=510)

Table 2 Demands of AI in various fields of ophthalmic clinical care (n=510)

维度 主要项目
需求情况/[(例(%)]

需要 不需要

院前：门诊护理工作 接诊护理评估 468 (93.5) 33 (6.5)

接诊护理操作技术 455 (89.2) 55 (10.8)

院中/后医护患交流工作 环境介绍 475 (93.1) 35 (6.9)

病史采集与评估 444 (87.1) 66 (12.9)

健康教育 488 (95.7) 22 (4.3)

医嘱执行 415 (81.4) 95 (8.6)

护士行为礼仪规范培训 465 (91.2) 45 (8.8)

患者回访 475 (93.2) 35 (6.8)

护理日常机械协助工作(手术室/消毒供

应室智能机器人需求)

手术室无菌物品管理 457 (89.6) 53 (10.4)

手术室病理标本运送 419 (82.2) 91 (17.8)

手术室及消毒供应室器械管理 455 (89.2) 55 (10.8)

消毒供应中心无菌物品包装与派送 446 (87.5) 64 (12.5)

护理操作技术应用 静脉药物配置 330 (64.7) 180 (35.3)

眼科护理技术操作 288 (56.5) 222 (43.5)

表3 开放性条目答案汇总(n=294)

Table 3 Summary of answers for open entries (n=294)

领域 条目数

健康教育 132

接诊护理评估工作 118

协助临床护理工作 109

患者的回访 107

运输物资器械 97

教育培训 87

人力资源配备 59

电子系统智能化 28

医护防御系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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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院时间少带来的临床诊治困难，从而帮助提

高临床诊疗效率及服务质量。

在国内外疾病护理的应用研究中，健康教育

一直是研究的热门话题。本研究显示：A I在临床

中的健康教育这一块需求最为关注，占比95.7%。

有研究 [ 8 - 1 0 ]指出利用机器人在特殊人群中进行疾

病 健 康 教 育 或 某 学 科 的 交 流 学 习 取 得 一 定 的 效

果。有研究 [ 1 1 - 1 2 ]总结了A I已在很多护理领域得到

应用，但指出A I健康教育模式构建出一种全新的

护患关系：护士 - A I - 患者，这种全新护患关系给

护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在调查问卷最后开放性

问题“你认为临床需求还可以在哪方面增加？”

的回答，有调查者这样回答：“健康教育是很重

要 的 环 节 ， 希 望 能 有 突 破 ” “ 增 加 心 理 健 康 教

育”“要做有温度的宣教”。这说明眼科临床护

理健康教育不只是疾病健康知识的传播，更重要

的是体现人文关怀及为患者提供现阶段急需的健

康教育。这可能与眼科临床的独特性有关，如眼

科临床诊治以日间手术为主，“短、频、快”的

手术特点 [13]让患者们还没适应患者身份就面临出

院的事实，增加了出院后的担心、恐惧心理；另

外眼科就诊人群以视力障碍群体为主，就诊年龄

层多为老人小孩，这也对健康教育环节提出更高

的要求与挑战。一项个案研究 [14]指出利用A I护理

信息系统可以提高护理人员对患者做出正确的护

理决策。因此，在日间住院模式下，如何利用A I
协助眼科护理人员对较快周转率的患者进行准确

快速的护理评估、护理诊断、护理决策，最终为

患者提供适宜的个性化健康教育是未来必然的发

展方向。

综 上 所 述 ， 在 护 理 信 息 化 的 逐 步 推 广 下 ，

护理人工智能化建设势在必行。积极优化护理流

程、探寻新的护理服务形式、强化移动医疗设备

等护理应用信息体系，是最终达到提高护理服务

质量及效率，减少护士工作的重复性及减轻护士

工作负荷目的的奋斗目标与方向。本研究发现人

工智能在眼科临床护理领域的需求强烈且需求多

种多样，眼科患者存在着视力障碍等特殊性及眼

科手术短频快等特点，因此，人工智能在眼科临

床护理的各方面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虽然目前仍

面临技术、资金和伦理等方面的制约，但其在眼

科临床护理的应用前景和潜力巨大，值得积极探

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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